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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红掌组培苗的成活率，本试验 以红掌无菌苗的分化 芽为试材，在 1／2MS培养基 中添加不同浓度 IBA、 

NAA对红掌组培苗进行生根诱导比较；生根苗经过炼苗处理后 ，栽植于4种不同的混合基质 中，比较生根苗的生长情况。结 

果表明：生根培养基为 1／2MS+NAAO、5mg／L+IBA0．3mg／L时，组培苗的生根率高，根系健康粗壮；在混合基质草炭+水苔 

+珍珠岩(1：2：1)中栽培的生根苗成活率高，生长状况最好，是红掌组培苗移栽的合适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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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oots Inducementin Tubeand Transplant Technique of Anthurium adndra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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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urvival rate of Anthurium adndraeanum，the sterile differentiation buds of were treated 

by 2 different IBA and NAA concentr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oots inducement and the seedling with roots after the 

seedling culture stage transplanted in 4 different mixed substrates to investigate the survival rate of seedlings with roo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ot rate of the sterile differentiation buds cultured on 1／2MS medium with 0．5mg／L of NAA and 0．3mg／ 

L of IBA is highest and its root system is health and thickset。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seedlings with roots transplanted in the 

mixed substrates with is 96 ，which indicates the mixed substrates is fit for transplant of seedling with roo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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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掌 Anthurium adndraeanum别名花烛、火鹤花、安祖 

花，为天南星科安祖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1]。原生长于南 

美洲热带雨林，其色泽鲜艳造型奇特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 

销售额仅次于热带花卉兰花 ，是近年来世界新兴的高档盆栽 

或切花花卉_2]，所以研究和开发这一花卉对满足国内花卉市 

场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红掌的繁殖方法通常采用分株繁殖、扦插繁殖和组织培养 

繁殖。但是，以分株方式、扦插法和留种法繁殖安祖花受时间限 

制、繁殖速度慢、繁殖率极低[3]，很难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组织 

培养是安祖花快速繁殖的有效途径。早在 2O世纪 7O年代，国 

外就开始了红掌组织培养的研究，1998年国内也已开始了这方 

面的研究，在组培过程中，前期愈伤组织的诱导，芽的分化等技 

术已趋于完善 ．5]，但就如何提高组培苗的生根质量、炼苗移栽 

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仍有不足。本试验秉承前人研究基 

础，对红掌生根培养基与移栽基质进行优化研究，筛选出合理高 

效的生根培养基和移栽基质配方，并完善移栽后的管理技术，为 

我国红掌的组培工厂化育苗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花卉室实验室组培 

繁殖的红掌粉冠军(Pink Champion)无菌苗的分化芽。 

1．2试 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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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生根培养 

当不定芽高大于 1．5cm，具 3片以上叶时，将小苗从芽 

丛上分离下来，转入不同生根培养基内，进行生根比较试验， 

筛选出最适生根培养基 。 

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 IBA、 

NAA进行生根诱导。每种培养基各接种 3O株苗，做 3次重 

复。碳源为食用白砂糖 ，浓度 2 ，琼脂 0．6 ，pH值为 5．8， 

加活性炭 0．25g／L。培养温度为 25℃，光照强度为 i500～ 

2000Lx，光照时间为 15h／d。30天后观测记录生根情况。 

1．2．2移栽驯化 

待小苗植株高 3～4cm，根长 2cm以上时出瓶移栽。移 

栽前，为了使瓶苗适应外界 自然环境，需要进行炼苗。将瓶 

苗直接从组培室移入外界环境炼苗 4～7d，再揭开封口膜，在 

瓶中加入少量水炼苗 2d。炼苗后选择大小一致，具 2～3片 

以上叶片、3～5条根 ，植株总体呈旺盛长势的健壮苗 [6]，将 

苗从瓶内夹出，洗净根部的培养基，注意不要伤到根系和叶 

片，用 1000×10 的多菌灵浸泡 3min杀菌[7]，然后栽植于混 

合基质上 ，3o天后调查成活率及生长情况。 

栽培基质有草炭、水苔、珍珠岩。设计 4个处理，每个处 

理 5O株生根苗，重复 3次。混合基质为：①草炭+水苔+珍 

珠岩(1：1：1)；②草炭+水苔+珍珠岩(1：2：1)；③草炭+水苔 

(2：1)；④水苔+珍珠岩(2：1)，用高压灭菌法进行基质消毒。 

移栽后，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持相对湿度为 8O％～9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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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控制在 20~C~28~C内，用遮阳网遮光 75 。1周后可放 

小口通风，以后风口可逐渐变大，2周后可完全揭开薄膜，注意 

遮光。植株周围要经常喷雾，以提高空气湿度。每 7d用多菌 

灵溶液喷雾，防治病害发生。移栽后的前 10d浇清水，以后每 

3d喷施 EC值为0．8的 MS营养液进行营养供给。经过 1个 

月左右的管理，待小苗长出 3片以上新叶，即可定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处理对红掌不定芽生根的影响 

将 1．5cm以上的不定芽接入含有不同激素的培养基中， 

10d后基部切口处开始出现白色膨大，陆续产生不定根。结 

果如表 l，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红掌的试管生根比较容易，在 

不加激素的 1／2MS培养基上生根率可达 66．71 ，根系数量 

少且细弱；在 1／2MS+NAA0．5mg／I 的培养基中，不定芽生 

根所需时间最短，生根率高，根系生长粗壮，根毛丰富，根为 

浅黄色，但根系伸长生长慢。在 1／2MS+IBA0．5mg／L的培 

养基中．和 1／2MS+NAA0．5mg／L的培养基相 比较，生根 

迟，根较细长，为绿色，几乎无根毛。可以明显的得出结论： 

NAA可以有效的促进红掌不定芽根系的产生，对根数的影 

响较大，生根较早，而且根系生长较好。IBA可以有效的促 

进红掌不定芽根系的伸长生长，但生根相对晚。综合考虑 ， 

1／2MS+NAA0．5mg／I 是红掌合适的生根培养基。 

表 1不同激素处理红掌不定芽生根的状况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红掌不定芽生根的影响 

由表 2结果可以看出，随着 IBA浓度的增加，每个不定 

芽的生根数量和长度明显增加，而且根系生长良好，根粗壮 

且根毛较多。当 IBA的浓度增加到 0．4mg／L时，生根的数 

量和长度减小，根系颜色变深，几乎没有根毛。可以明显看 

出，随着 IBA浓度的增加，根系的长度增加了，但是增加到一 

定浓度，IBA对根系的伸长生长产生了抑制作用。所以最适 

生根的激素配比为 1／2MS+NAA0．5mg／L+IBA0．3mg／L。 

表 2不同激素配比中红掌不定芽生根的状况 

2．3 不同栽培基质对红掌组培瓶苗移栽生长状况的影响 

基质的正确选择是组培苗移栽成活的关键，选择疏松、 

透气、排水容易，并有一定的保水能力的基质才能满足红掌 

组培苗的需求。从表 3可以看出，草炭+水苔+珍珠岩(1： 

2：1)的成活率最高，达 96．81 ，植株生长旺盛，相同管理条 

件下均优于其它组处理，是较适宜的移栽基质。这是因为珍 

珠岩透气性好但保水性差，而水苔具较好的吸水与保水性， 

草炭又能提供部分营养物质，又因本身为酸性介质，可为红 

掌幼苗提供酸性的环境条件，因此将三者混合既保水保肥又 

疏松透气，利于组培苗的成活与生长。 

表 3不同栽培基质对红掌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3．1 试管苗根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移栽 的成活率。在本试验 

中得 出 的 最 佳 培 养 基 为 1／2MS+ NAA0．5mg／I + IBA 

0．3mg／L，添加 2 的白砂糖和 0．25 的活性炭，在此条件 

下，红掌生根状况良好，根系粗壮且根毛较多，移栽时易于提 

高成活率，降低生产成本。 

3．2 在 NAA和IBA的生根试验中，生根的效应为 NAA优 

于 IBA，NAA对生根来说，促进红掌提早生根，产生的根系 

短而粗壮，根毛多且根为黄色。IBA促使红掌根系伸长，根 

为绿色且根毛较少，在移栽时不利于成活且生根较 NAA晚。 

王进茂等 ‘ 研究认为不定芽生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向 

下的根；另一种是 向上的气生根。后者影响栽植 成活率。 

IBA和 NAA诱 导无根试管苗的生根率都很高，但 NAA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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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根多为向上生长的气生根，并且向下 的根多为短粗状， 

近似愈伤组织，移栽成活率低，而添加 IBA的气生根比例低。 

试验结果与其基本一致。 

3．3 不同配比的混合基质对小苗的移栽成活影响较大，红 

掌是热带多年生附生常绿植物，根系所处环境要求通气 良好 

而不宜积水，否则易烂根；而透气性过大的基质容易使根系 

风干，因此基质的水气平衡对于红掌的生产很重要。 

3．4 以草炭+水苔+珍珠岩(1：2：1)处理的红掌组培苗缓 

苗期成活率最高，幼苗健康，后期栽培的植株生长条件表现 

良好。可以作为红掌组培苗苗期的移栽基质。试验中发现， 

在草炭+水苔(2；1)配比的基质上栽培的组培苗长势细弱， 

根系易腐烂。这是因为草炭、水苔两者的保水力较强，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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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荷兰 64一紫花苜蓿间作牧草经济效益 

注：间作费包括种子、化肥、农药费；牧萆售价按每公斤o．8元 

表 5 杨树一紫花苜蓿间作综合效益 

4 结论 

综上所述，林草间作系统由于林冠的遮挡和牧草的覆 

盖，群落的小气候和对照区相比发生明显变化，使辽西地区 

夏季高温、低湿、强光照和大的蒸发量等不良气候因子等得 

到改善。林下间作牧草后土壤的理化性质，养分状况也得到 

改善，特别是含氮量得到明显提高。总的来看第 ll1种模式对 

环境的改善作用最大。 

表 5表明林草间作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荷兰 64 

以造林株行距 6m×8m经济效益最好，平均年收益 1O6o2．5 

元／hm ，株行距 4m×6m 稍差，平 均年收益 10495．5元／ 

hm ，但生态效益最好。 

阜新北部为生态脆弱区，在突出生态效益的前提下，提 

高经济效益是开展林下牧草开发的最主要 目的。因此可认 

为第 11种模式(株行距 4m×6m)为阜新北部沙地宽冠型饧 

树林下间作紫花苜蓿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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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性极高，通气性差，试验中发现，在基质上生长的瓶苗的肉 

质根系几乎都是平伸生长，并不向下延伸，说明基质通气不 

良影响幼苗的生长l_8]。 

生根移栽是组培快繁中最后一道重要的程序，是能否进 

行大量生产和实际应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也是商品化取 

得效益的最终环节。只有掌握好小苗管理的各个技术环节 ， 

才能保证试管苗移栽后健壮成长，获得大量优质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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